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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西班牙外交部召见法国驻马德里
大使，抗议法国农民攻击西班牙货车并倾倒
车中红酒的粗暴行为。此前，当地时间4月4
日，法国农民举行抗议不公平竞争的示威，
在法国边境小镇布隆边界拦截了数辆来自西
班牙的葡萄酒运输车，将储存罐内的葡萄酒
就地倾倒一空，约 7 万升葡萄酒在高速公路
上流淌。随着红酒市场消费规则的变化，法
国红酒的龙头地位也受到了威胁。法国红酒
业现在面临的主要难题包括：气候的变化、
竞争对手的崛起以及境外电子商务平台的蚕
食。

按法新社的说法，香槟酒、白葡萄酒和
玛尔戈红葡萄酒等法国特产的葡萄酒，在种
植和酿造方面有各自的特定授权产区，且各
个产区种植的葡萄品种和面积也需遵守有关
规定。但是，近几年来，许多酿酒商为适应
气候变化，试图改变葡萄种植产区或品种并
非易事，这很可能意味着失去自家葡萄酒品
牌特有的产区“身份”，即原产地保护。

2013 年，法国葡萄酒的总产量为 4234 万
升，而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葡萄酒总产量分别
为4740万升和5060万升。西班牙葡萄酒生产
总量首次超过法国，一跃成为了世界第一葡
萄酒生产国。这主要是得益于气候的变化

“天帮忙”，这一年，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气候
更适合葡萄生长。

在市场竞争方面，近几年来，法国红酒
业遭遇来自西班牙和意大利同行的夹击，每
年进口的数亿升红酒威胁到了法国红酒业的
生存。与此同时，西班牙和意大利对葡萄酒
的定价较低，这也让高价的法国葡萄酒承受
市场竞争压力。法国出口葡萄酒的最低价格
为每升 3.9 英镑，而意大利的价格为 1.95 英
镑，而西班牙更是低到 91便士。据葡萄酒行
业数据，法国现已成为西班牙葡萄酒的最大
进口商。2014年，法国从西班牙进口 5800万
升葡萄酒，同比上升40%。

更让法国红酒商头疼的是，随着境外电
子商务平台的构建，消费者通过电商可以直
接购买到世界各个品牌的红酒，世界各大知
名红酒商通过境外电商平台，也很容易将产
品销售到国外二三线城市，对法国红酒的冲
击很大。

不过，此次欧洲红酒之间的矛盾竟发展
到拦截红酒运输车的闹剧，将红酒的浪漫风
情演绎成暴力竞争，是人们始料未及的。法
国示威者劫货车洒红酒，西班牙召见法国大
使，贸易竞争演变成外交事件，让欧盟贸易
一体化原则陷入窘境。

法国示威者表示，外国生产商、超市和
分销商导致了食品价格的下跌。西班牙官方
表示，法国示威者攻击西班牙葡萄酒货车，
是对欧盟基本原则的公然违背，他们已经把
这一事件报告给了欧盟委员会。

令人关注的是，代表西班牙货车司机的
组织表示，法国警察在事发时没有采取行动
制止攻击。而法国南部奥德地区酿酒业联盟
负责人说，法国酿酒业受到了西班牙和意大
利廉价产品的严重冲击，他们还会继续抗议。

这一事件反映，在经济下行的阴云笼罩
之下，欧盟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进入特别摩擦
状态，贸易保护主义成为民间自发的行为。
但这几年，欧洲红酒行业在遭遇“酸溜溜的
日子”。低价竞争和高端出口减少，甚至降低
标准酿造，内忧外患一同袭来，让这个以浪
漫、优雅为卖点的行业变得越来越浮躁。法
国抗议者不仅倾倒西班牙红酒，还在货车上
喷上挑衅性标语，声称西班牙红酒质量不过
关，不符合欧盟相关标准。

其实，颇让法国人嫉妒的西班牙葡萄酒
业也并非“醉意朦胧”。虽然西班牙是葡萄酒
出口大国，实际获得的利益每况愈下。其原
因除了出售价格较低外，批发式、不装瓶销
售也带来了销售苦果。

原本浪漫的欧洲红酒现已沦落成一杯苦
酒，这是其自我“堕落”所至。

（摘自新加坡《联合早报》）

红酒何以
成苦酒

蔡恩泽
？

半个世纪前，华人在法国还不像现在这样数
目庞大，中餐馆也没有今天这般遍地开花。那时
候如果有一家中餐馆，真是一种精神象征。尤其
是对中国这个“民以食为天”的国家来说，中国
人能在海外吃到中国菜，绝不只是饱腹或品尝美
食这么简单，那浓浓的乡愁、打拼的辛酸以及人
在异乡的孤独，都被这一道道家乡菜安慰。

1962 年，来自北京的齐大妈，横跨整个欧亚
大陆抵达法国，在巴黎 5 区开了家名为“中国乐
园”的中餐厅。50 多年来，这家餐厅见证了法国
中餐的蓬勃兴旺和华人的移民变迁，接待过无数
名流，也成为三代中法食客的美好回忆。

如今，这家店已传了三代，现在的老板是齐
大妈的侄子齐先生和侄媳妇齐大姐，他们聊起这
家店的历史和趣事也是滔滔不绝，完全展现了北
京人天南海北都能侃的特点。据介绍，这店里格
局 50年来都没变过，这桌子椅子都经历了半个世
纪。

既然是老字号，必然有自己的立店之本，齐
大姐对“传统”的坚持，透露出一种绝无妥协的
可能。店里最出名的招牌菜就是北京烤鸭 （如
图） 和北京饺子。北京烤鸭需要提前两天预订，
因为买来的整只大鸭子需要一天的时间风干，这
样烤出来的鸭子才能皮儿脆，肉也能一咬就咬掉
了。齐大姐说每年中国春节，店里都忙疯了，法
国人也凑热闹，跟着中国人过春节抢着订鸭子，
图个喜庆。至于北京饺子，都是现包现卖而且是
售完即止，从自己擀皮儿到自己和馅儿，全手工
的正宗水饺吸引了不少客人，不过店里只有星期
四、星期日两天有。齐大姐解释，店刚开的那个
年代，法国小孩儿还是星期四不上学，所以全家
人都这一天来吃饺子，虽然现在改成了星期三休
息，但这个习惯还是一直保持至今。

除了这两样特色菜，店里还有回锅肉，老北
京炸酱面、干炒虾、红烧狮子头等经典老菜，制
作方法也是按照传统一丝不苟完成，“以前怎么

做，现在还怎么做。客人一吃就说就是这个味
儿！”齐大姐兴奋地说。好多顾客几十年来就奔着
自己最爱的老菜没有变过。

对齐大姐来说，中国乐园代表着一种坚持，
在新店辈出，全民求快的环境下，坚持把中国老
菜传下去：“传统的东西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好
的，是靠日积月累对食物和文化的理解。”

的确，作为老字号中餐厅的中国乐园，卖的
不仅是传统的手艺，也是几代人的中国情结。

（摘自法国《食尚亚洲》杂志）

“碰瓷”原属北京方言，泛指借
机敲诈勒索行为。在西班牙，旅西
华商也会频频遇到“碰瓷”。西班牙
的无赖到华人店里，借着买东西的
机会，进行敲诈勒索。

由于受金融危机影响，现在华
人店家的收入不高，如许多食品店
一天就能赚个几十块的吃饭钱。如
果遇上了碰瓷，华人店主可谓是苦
不堪言。

近日，马德里一家华人食品店就
遇到了一起损失不是很大的碰瓷。
据介绍，一位住在事发食品店附近的
西班牙人头一天到店里买了一桶剃
须膏。第二天，此人就拿着空铁桶回
到店里说，他昨天买的是一个空桶，
要求进行退换。对于客人的要求，华
人店主感到非常惊讶。因为自己多
年经营那种产品，从来还没有听说
过，有卖出去的是空桶的。接过对方
手里的空桶，店主看了看，发现密封
盖已经打开。于是便和对方说，盖子
打开了，就不能退换了。因为谁知道
是不是故意用光的，或是另拿一个空
桶来“碰瓷”呢？

面对店主的疑问和拒绝，那个
西班牙人的回答也是理直气壮，

“不打开，怎么知道是空桶呢？”店
主说，未打封的满桶和空桶的重量
是不一样的，如果买的时候就是空
桶的话，那么拿在手里是应该感觉
到很轻的。本以为对方能哑口无
言，可那个西班牙人却说，铁桶装
的剃须膏，满的和空的重量差不太
多，他就是感觉不出来。

看到对方就是赖着要换，吵吵
嚷嚷，又要报警，又要投诉的，华
人店主觉得再和对方纠缠会影响自
己的生意。于是，就自认倒霉，让
对方又去货架上拿了一桶。

另一位华人百元店店主讲了自
己所遇到的一件“惊心动魄”的“碰
瓷”经历。不久前，一位老太太拄着
拐棍和其20多岁的孙女到店里买东
西。到店里以后，两个人在货架间走
走，就分开选东西了。不一会儿，老
太太就一个趔趄，坐在货架间的地
上。对此，店主说是对方拄拐棍不小
心，摔倒了。那位孙女也看到老人摔
倒了，赶忙走到旁边，不让周围客人
帮忙扶，而是马上叫了救护车。救护
车来了以后，先检查了一下老太太，
发现并无大碍，但为了谨慎起见，还
是把她抬上车，到医院去了。

当天下午，那个孙女和其妈妈
就又来到店里，要求提供店面的资
料，并说华人店主要承担责任并赔
偿。对此，华人说自己有律师，同
时也买有保险，可以找律师和保险
公司去。后来，对方拿了保险公司
的联系方式走了。几天后，保险公
司问明说老太太摔倒并不是由于店
主方面的责任，如有台阶等不规范
的设计，地面刚拖过，湿滑等等，
而是其自己不慎意外摔倒的，所以
店主没有赔偿责任。此外，经过打
听，那个摔倒的老太太也并没有摔
伤，所以华人店主就此摆脱了一场
很可能要“狮子大开口”的“碰
瓷”。 （摘自西班牙欧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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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一抵达欧洲大陆，我就被中国留学生的肺腑之言震撼。“我是人民日报海外版的

读者”、“我下载了海客客户端”、“我的留学生活离不开华文媒体”、“看新闻还是看华文

媒体”。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华文媒体，留学生活离不开你！”这是华文媒体人的

光荣与梦想。

中国留法学生姚敬舜在阅读本报客户端中国留法学生姚敬舜在阅读本报客户端
““海客海客”” 本报在法国巴黎印刷厂印刷本报在法国巴黎印刷厂印刷

传统媒体是中国的窗口

30年前，人民日报海外版陪伴中国留学
生度过海外时光；30年后，海外华文媒体蓬
勃发展，让留学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巴黎第二大学法学博士付超已经在法
国留学 9 年。付超是本报和欧洲时报的读
者，他说，除了订阅本报，还在中国超市
和中餐馆里可以免费取阅欧洲时报等中文
报纸。6年前刚刚来法国留学时，付超的法
语还不是很好，华文报纸成了他了解留学
生活和法国政治、经济、社会的有力帮
手。付超总结说，法国的华文报纸帮助留
学生适应并融入法国的校园生活。付超回
忆，在海外留学的日子，他对中国国内经
济社会发展都是通过权威的华文报纸获得
的，他对中国经济发展持续关注，决定学
成后回中国工作。

巴黎第四大学法语专业赵婧喜欢传统的
纸质媒体。她说，人民日报开设了海外版，
留学生可以通过来自中国的报纸真实地了解
中国的新闻，传统媒体成为留学生了解中国
的好窗口。

新兴媒体是生活的帮手

随着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媒体
传播形式发生迅速变化。与传统媒体相比，
以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为主要传播形态的新
兴媒体传播范围更广，与用户距离更接近。
尤其是移动媒体，实现了从实时媒体到全天
候媒体的跨越。

来自全法学联的留学生代表认为，人民
日报海外版很关注海外留学生的生活。留学
生在法国主要通过互联网阅读新闻，希望传
统媒体加快融合速度，给留学生带来更好的
新闻大餐。

法国欧洲商学院留学生姚敬舜，他的手
机下载了海客客户端，每天浏览新闻。在法
国的中国留学生主要看欧洲时报、华人街和
新欧洲的网络版，也常常通过微信公号浏览
及时新闻，还能通过网络版获取生活所需要
的衣食住行等实用信息。姚敬舜举例说，欧
洲时报新开辟了一个名为“想法”的微信公众
号，每天向华侨华人和留学生推送时政新闻
和生活信息，中国留法学生和年轻华侨华人
都很喜欢，时常转发或向朋友推荐。

媒体融合是紧迫的任务

在欧洲，很多华侨华人和中国留学生大
部分的新闻信息是通过“微信”朋友圈阅读
的。问及感受如何？他们调侃：“微信微信，
微微一信”。瑞士留学生提出，因为瑞士华侨
华人数量少，至今没有一份成规模的本地华
文媒体，他们获取新闻都是通过浏览华文新
媒体获得。

中国国内传统媒体的融合发展为瑞士留
学生提供了新闻快餐。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
的化学博士金露在瑞士留学 4年。她关注了
微信公号“侠客岛”和澎湃新闻客户端，通
过移动互联网阅读新闻。但金露同时是本报
在瑞士的订户，她说，纸质媒体必须存在，
看报纸不会一晃而过，报纸上的新闻更有沉
淀的感觉。住在中国的父母到瑞士探亲时，
格外喜欢看人民日报海外版，通过这份报纸
了解中国国内情况。

媒体融合也是信息多元化的必然趋势和紧
迫任务。传统媒体务必与新兴媒体传播通道有
效结合起来，通过不同的平台传播给受众，才能
够把不同年龄、职业的受众牢牢吸引住。

加拿大政府积极吸引留学生移民，移民部
长麦家廉曾多次公开表示，留学生是加拿大最
有潜力的移民，移民部正研究修例让留学生在
快速移民下得到更多分数。

根据统计，2014 年底在加拿大就读的留学
生以中国留学生高达 11万人为最多，占全国留
学生人口的 1/3，是第二位印度留学生人数的 3
倍。统计还指出，安省仍吸引最多留学生，而
卑诗省的外国留学生人数则是达到96776人，直
逼 10万人大关。另据报道，移民部最新公布统

计显示，中国留学生在过去 10年人数几乎每年
增加，2005 年有 40018 人，2011 年 68459 人，
2013 年 95710 人，2014 年人数比前一年增加
15000人。在留学生的年龄方面，15岁至29岁的
留学生人数高达 29778 人。而 14 岁以下的较小
留学生人数亦达到16373人，人数越来越多。在
留学生分布省份方面，安省有 143786 人，仍是
有最多留学生前往的省份，而卑诗省则有96776
人，是魁省47888人的两倍多。

（摘自加拿大《世界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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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商频遇“碰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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